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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病毒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病毒病与病毒学历史简介

病毒伴随着人类疾病，由来已久。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

前 年埃及第 代王朝时期的一个浅浮雕上，曾发现脊

髓灰质炎的典型特征。在木乃伊中，还发现天花的痕迹。古

代中国，我们的祖先曾用人痘预防天花，利用轻症天花痘疱液

接种预防天花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公元 世纪，宋真宗时期。

世纪，明朝隆庆年间，接种方法有了改进，随后这一技术传

入英国。中世纪，天花呈 年琴纳（世界性大流行。

）才发明 年，巴士德 ）研究用牛痘预防天花。

了狂犬病。至此，对病毒性疾病仍然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

关于病毒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世纪末，由于烟草种植业的发

展， 年， 在研究烟草花叶病中，曾发现该病

的致病因子能通过细菌滤器，但他认为致病因子是细菌产生

年的毒素。 以后， 重复并肯定了

的实验结果，提出了该因子有三个特点：①能通过细

菌滤器； 仅能在活组织内繁殖；③在体外非生命物质中不能

生长。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该病原不是细菌，而是比细菌还

小、具有感染性的活性，并给这种活毒液以名字 ，原是毒

的意思。 提出了新的病毒概念，打破了当时人们一



直公认的“病菌说”传统观念。病毒概念的形成，是人类认识

病毒病因过程中在认识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它标志着人们对

病毒性疾病的认识，由感性阶段深入到了理性阶段。

世纪初，病毒的概念有两种：微生物概念和非微生物

概念，长期的学术争论激发了大量有关病毒的研究。例如，植

物病理学家发现，植物病的病原体是细菌，把病毒引起的疾病

误认为是由植物的酶和一些化学介质所致，因此倾向于非微

生物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细菌噬菌体的大量研究，

使病毒的微生物概念处于 发主导地位。 年

现了一种能裂解细菌的“过滤性要素”，这种裂解现象能传递

给 年， 证明这种裂解因子新的一代细菌。

在传递中还能增殖，是一种超微型微生物，并命名这种裂解因

子为细菌噬菌体，属于“过滤性病毒”。噬菌体的发现开辟了

病毒研究的新领域，对病毒概念的发展和生物学的一些基本

问题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世纪的头 年，由于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科学

工作者测试了许多传染性物质的滤过性，结果发现黄热病、狂

犬病、鸡 肉瘤、兔粘液瘤、细菌的传染性裂解等疾病的病

因都归于一类“过滤性病毒”。因此“，过滤性病毒”这一概念

被广泛采用，它作为人类对病毒认识的一定阶段的总结，对指

导人类寻找传染病的病因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

入，事实证明一些病毒虽然很小，但因荷电和吸附而不能通过

细菌滤器，而有些过滤性因子不一定是病毒，所以“过滤性”这

个前缀词，最后还是被抛弃了，仅用病毒这一概念代表一类微

小的传染因子。可见，病毒概念同其它科学概念一样，来自实

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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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是否有生命，对这一本质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

折的过程。一开始，人们认为这样小的病毒不可能是有生命

结晶烟草花叶病毒的成功的。直到 年， ，

认才揭开了研究病毒本质的序幕。 为病毒是蛋白质

分子， 和 发现纯化的但随着方法学的不断改进，

病毒中，不仅含有蛋白质，还发现了磷和糖类，这些成分是以

核糖核酸的形式而存在的。大量事实证明，病毒仅含有一种

或 。至此，关于病毒是否有传类型的核酸， 染性、

是否有活性的问题，已一目了然了，这个认识极大地丰富和修

年，发明了电子显正了旧的病毒概念。 和微镜，

等人首次用电镜观测了病毒，从此对病毒的形态结

年，出现了构有了直观解剖学认识。 组织细胞培养技

术， 首 年开用鸡胚分离病毒的先河。

代，细胞培养已被广泛地用于病毒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领

域，分离了腺病毒、流感病毒、鼻病毒、腮腺炎病毒、风疹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及大量肠道病毒等。与此同时，开展了病毒

的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在细胞转化以及疫苗生产方

面也相应地得到了快速发展。

第二节　　　　病毒的现代概念

病毒是有生命的大分子，它具有生命最重要的特征一增

殖、遗传和变异。作为大分子的病毒，在活组织外它处于非活

动状态，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侵入到宿主细胞里，利用宿

主原有的一套合成大分子物质的细胞器，来复制自己。病毒

也象其它生物一样能发生遗传变异，当环境条件改变时，如宿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温度的变化等，由于自然或人工的选择作用，病毒也可发

生突变。可见病毒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生物的基本特性，

一方面又是化学的大分子。

随着病毒学的发展，病毒概念在下列几个方面得到了发

展：①所有的病毒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病毒的蛋白质衣壳

和被它包装着的核酸，每种病毒的核酸仅有一种， 或

。 所有病毒都以两种生命形式而存在，一是在宿主细

胞外无代谢活力的病毒粒子，另一种是在宿主细胞内繁殖的

活病毒。③在遗传学上，所有病毒都有一个共同的复制机理，

即通过基因组的复制以保证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总之，病

毒的现代概念是：①体积微小 一大多数病毒在光学显微镜

下看不到，只有用电镜才能观察其全貌；②结构简单 非细

胞形态，只有核酸为内核和蛋白质衣壳；③超级寄生 在无

生命的培养基中不能生长，需在合适的活细胞内才能繁殖。

由此可见，病毒概念不仅是实践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抽象思

维的结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科学抽象而逐步

形成的。病毒概念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它在形式上是抽象

的、主观的，在内容上是具体的、客观的。病毒概念的形成，对

于指导人们深入探讨病毒的本质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　　　　病毒学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蛋白质分离、提纯、超显

微、超离心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病毒本质及其在生物界中的作

用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同时产生了许多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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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毒致癌概念的发展

年 已发现鸡肉瘤能通过肿瘤的无细胞滤液传

播， 年代，人们才并认为致病因子是过滤性病毒。但直到

发现的重要性：病毒能引起肿瘤。 因此获认识到

年诺贝尔奖。这一概念的产生，激发了人们寻找肿瘤病

病毒病毒，如毒的极大兴趣。研究发现许多 、单纯

疱疹病毒、乳头瘤病毒等都有致癌性。而仅有一类的

病毒，即逆转录病毒也有致癌性。这一现象曾使人们迷惑不

解，因为 病毒的致癌机 整合理研究表明，病毒的

到宿主细胞的 中，导致 病毒宿主细胞发生癌变。

是如 和何致癌的呢？直到 年 发现，

肉瘤病毒中含有逆转录酶 被该酶反转录，病毒的

成 ，从而引起宿主细胞的癌变。这一发现不仅第一次说

明了 肿瘤病毒在研究致癌问题上的重要性，同时大大

丰富了遗传信息和流向由 蛋白质的中心法则，

即遗传信息也可由 蛋白质。

最近几年来， 病毒基先后出现了 几种致癌的

因，还在健康体细胞中发现了同源的原癌基因，即病毒中癌基

因和健康体细胞中的原癌基因极其相似，但只有当发生了遗

传变化时的健康体细胞才能发生癌。其转化是由于病毒癌基

因在致癌过程中起了启动子的作用，活化了细胞内的原癌基

因，导致细胞癌变，这些发现为征服癌症提供了重要理论依

据。

对 肿瘤病毒的研究还表明，并非所有的 肿瘤

病毒都有致癌性。 等建议将 肿瘤病毒分两类：一

类是内源性病毒，对其自然宿主无致癌性，另一类是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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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病毒，对其自然宿主有致癌性。已从许多正常组织如胚胎

和胎盘中分离到内源性病毒，对内源性病毒的研究将开辟病

毒生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内源性病毒研究的资料提出了正常

病毒丛的新概念，对于进一步全面了解病毒的本质有重要意

义。因此，对病毒的认识，不仅要看到其致病性一面，还要深

入探讨其生理性一面，以化害为利，造福人类。

二、亚病毒概念的产生

随着分子病毒学的蓬勃发展，病毒概念的范围逐渐扩大，

研究发现，自然界中还存在着一类比病毒更简单的致病因子，

打破了过去一直认为病毒是最小的传染因子的传统概念，提

出了病毒学的新概念 亚病毒，亚病毒包括类病毒

）和朊病毒（

列宁说“：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类病毒的发现充分肯

定了这一点。 在研究马铃薯纺锤形块茎年

病中发现一种传染因子，最初以为是病毒，但一系列的研究表

明，这种因子不含有蛋白质，是一种裸露的环状 ，具有传

染性， 称它为类病毒。类病毒的发现不仅给亚显微传

染因子一种新的概念，同时给微生物学增加了一个新领域。

最近对人的 病和羊的羊痒疫病原的研究发现，这

两种病的致病因子都不含核酸，是一类不同于以往传染因子

朊的侵染性蛋白质，命名为 病毒），这是病毒学研究中

的最新概念。 的发现使人们感到震惊，因为蛋白质作为

遗传物质是与遗传学的中心法则“背道而驰”的，对于

）的工本质的研究尚未最后定论。 作表明，

蛋白在感染前就被宿主细胞基因编码，是正常细胞的一个组

分。但 专一性的核酸尚未找到，对 蛋白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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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深入，如果这种因子确实不含核酸，是一种新的致病因

子，它的传染性是由蛋白质决定的，将导致整个生物学领域一

场划时代的革命。

综上所述，病毒概念同其它科学概念一样，是实践发展的

产物、抽象思维的结果。病毒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过程

中不断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以动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深入

探索微观世界的奥妙，充分地认识世界，更好改造世界。

三、新病毒和新病毒病的发现

病毒学在现代医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分子生

物技术的广泛使用，一些新的病毒和病毒性疾病不断地被发

现。例如，人类 型疱疹病毒（

是婴儿猝发疹的病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是艾滋病的病因，人类细小病

毒 ）与传染性红斑、再生障

碍性贫血、急慢性关节炎、宫内感染等有关。人乳头瘤病毒

）的部分型与性病和宫颈病变、

特别是宫颈癌的发生有关。此外，病毒性肝炎的病因也越来

越复杂，可分为甲、乙、丙、丁、戊 个血清型，还未包括亚型。

巨细胞病毒以及肠道病毒中的 等，还可构成人类某

些疾病的新病因，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在我国仅分离到姬鼠型和家鼠型。人轮

状病毒（ ）有长型、短型之分，还有婴幼

儿和成人 之分，均可引起不同人群的腹泻。近年来，病

毒学不仅在分子生物学和临床方面发展迅速，在环境医学中

也逐渐被广泛重视。例如， 年初，上海因食被污染的蛤

而爆发的甲肝流行、新疆的戊肝大流行，均曾令人震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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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中研究病毒的生态环境及其消长规律，

如水源、海产品、食品等污染，对控制病毒的污染，以保障人民

的健康，都非常重要。

第四节　　　　病毒学检测技术的发展

病毒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特别是早期快速诊断是当今

病毒科学研究工作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对多数病毒感染

天），就能得到明确的诊断，具体来说，在发病初期（ 技术

详见另一专著《医学病毒学实验技术》。

一、生物物理学技术

用电镜、免疫电镜可直接检测相应的病毒颗粒，如人乳头

瘤病毒；超速离心浓缩纯化病毒，可直接进行核酸电泳，如检

测入轮状病毒等；细胞培养法加免疫标记技术，在尚未出现细

胞病变时就可检测出病毒的早期抗原，如使用免疫酶染色法

和免疫荧光技术等。

二、免疫学技术

目前，单克隆抗体（ ）已广泛地

用于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鉴别诊断、抗原分析、病毒分型、病

毒变异以及临床治疗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免疫标记技

术方面，特别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已普及到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

各个基层单位。例如，采用捕捉 法可检测病毒感染早

期 ，用夹心出现的特异性 法可检测任何一种病毒

抗原。近年来，生物素和亲和素的加入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

的敏感性。还有人用基因工程表达的病毒抗原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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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肽合成法制备的病毒某一 ，将该法的抗原成分进行

使用推向了一个新的 法检测病毒抗原，其层次。使用

水平，检测病毒抗体可达 水平。除此，免疫敏感性可达

荧光技术、放射免疫技术以及其它标记技术仍然不失为先进

的病毒学检测方法，恕不赘述。

三、分子病毒学技术

免疫学检测技术虽然在病毒感染的临床早期诊断上取得

了巨大进展，但在应用上仍然显示了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

对那些抗原性弱的病毒、以免疫复合物形式存在的抗原、潜伏

的病毒抗原等检测尚难以奏效。现在有了更为先进的方法，

这就是被广泛使用的以核酸为探针的各种核酸杂交技术和多

聚酶链反应 ）技术。特别是（

已被大量用于检测人体内病毒核酸序列，该法具有敏

感、特异、简便和快速等优点，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除此，还有用酶切核酸图谱、寡核苷酸指纹图、病毒基因

序列和病毒蛋白氨基酸顺序分析等，以研究病毒的种属关系、

基因突变和分子流行病学的报道。我们研究室在

等病毒的结构蛋白与肽图的分析方面也曾做了些工作，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第五节　　　　病毒疫苗的发展

生物学技术是病毒疫苗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病毒疫苗

的发展取决于当时生物学技术的历史发展水平。如乙脑和狂

犬病病毒疫苗的生产都曾经历了从动物、鸡胚到细胞培养这

三个阶段。进入 年代，尽管使用的病毒疫苗主要还是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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